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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言

　　《中长期铁路网规划》确立了我国铁路宏伟的建设蓝图：到2020年，全国铁路营业里程达到12
万km以上，复线率和电化率分别达到50％和60％以上，主要繁忙干线实现客货分线，基本形成布局合
理、结构清晰、功能完善、衔接顺畅的铁路网络，运输能力满足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，主要技术
装备达到或接近国际先进水平。
为满足快速增长的旅客运输需求，建立省会城市及大中城市间的快速客运通道，规划了“四纵四横”
等客运专线以及经济发达和人口稠密地区城际客运系统，建设客运专线1.6万km以上。
届时将形成我国铁路快速客运网，为广大旅客提供更加安全、快捷、舒适的服务。
中国铁路客运面貌将为之一新，高速化、快速化势不可挡。
　　本书从理论联系实际出发，对高速铁路施工新技术由浅入深地进行了系统阐述。
全书共分6章：第1章绪论；第2章高速铁路路基施工新技术；第3章高速铁路桥梁施工新技术；第4章高
速铁路隧道施工新技术；第5章高速铁路轨道施工新技术；第6章高速铁路测量新技术。
　　高速铁路不同于普通铁路，其运营速度快、建设标准高、施工难度大、施工工艺新。
本书立足于我国高速铁路建设实际情况，突出高速铁路与普通铁路在施工上的异同点和创新点；在传
承普通铁路施工技术的基础上，着重阐述高速铁路施工的新技术、新工艺、新设备、新材料。
　　本书第1章、第5章由石家庄铁道大学李向国撰写；第2章、第3章第5～8节、第4章由石家庄铁道大
学黄守刚撰写；第3章第l节、第3节由中铁二十五局集团公司朱扬琼撰写；第3章第2节、第4节由中铁
二十五局集团公司孙学猛撰写；第6章由武汉鑫旗舰测绘技术有限公司张鑫撰写。
全书由李向国、黄守刚、张鑫统稿。
此外，中交第二公路工程局江波、全国印，中铁二十局集团公司梁月胜、宋凤报、康利伟、张维，.中
铁二十一局集团公司张发祥、张根造，西安铁一院工程咨询监理有限责任公司朱福典提供了大量的施
工现场资料，并参与了该书的讨论和部分章节的撰写工作，石家庄铁道大学杨庆花、梁素平参加了本
书的文字整理和校对工作。
同时本书出版得到了石家庄铁道大学学术著作出版基金的资助。
　　本书在撰写过程中，参考了大量的国内外文献和资料。
由于参考的文献和资料较多，只能就其中主要的文献列于书后。
在此谨向所有文献和资料的作者表示衷心的感谢和敬意。
　　本书所涉及的内容多为高新技术，各方面的技术都处在不断变化之中，同时限于时间和作者的水
平，书中不妥之处在所难免，恳请读者批评指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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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容概要

　　《工作的开始：高速铁路施工新技术》内容简介：高速铁路不同于普通铁路，其运营速度快、建
设标准高、施工难度大、施工工艺新。
《工作的开始：高速铁路施工新技术》立足于我国高速铁路建设实际情况，突出高速铁路与普通铁路
在施工上的异同点和创新点；在传承普通铁路施工技术的基础上，着重阐述高速铁路施工的新技术、
新工艺、新设备、新材料。
　　《工作的开始:高速铁路施工新技术》可供有关工程技术人员及管理人员参考，也可作为高等学校
土木交通类专业的教学用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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章节摘录

　　1.1.1 高速铁路的概念　　20世纪60年代以来，高速铁路在世界发达国家崛起，铁路发展进入了一
个崭新的阶段。
高速铁路的蓬勃兴起，在世界范围内引发了一场深刻的交通发展变革。
　　根据所采用的技术不同，高速铁路分为轮轨技术类型和磁悬浮技术类型。
轮轨技术有非摆式车体和摆式车体两种；磁悬浮技术有超导排斥型和常导吸引型两种。
非摆式车体的轮轨技术是目前世界高速铁路的主流。
　　高速铁路运行速度是一项重要的技术指标，也是铁路现代化水平的重要体现。
高速铁路是一个具有国际性和时代性的概念。
20世纪70年代，日本把列车在主要区间能以200km/h以上速度运行的干线铁道称为高速铁路。
随着高速铁路技术的发展，欧洲铁路联盟于1996年9月发布的互通运营指导文件（96/0048/EC）对高速
铁路有了更确切的规定：新建铁路运营速度达到或超过250km/h；既有线通过改造使基础设施适应速
度200km/h；线路能够适应高速，在某些地形困难、山区或城市环境下，速度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进行
调整。
　　我国把高速铁路界定为“新建铁路旅客列车设计最高行车速度达到250km/h及以上的铁路”。
应当指出的是，高速铁路不一定是客运专线，客运专线也不一定是高速铁路，就目前而言我国正在大
量修建的客运专线铁路属于高速铁路的范畴，本书不再严格区分高速铁路和客运专线铁路。
　　1.1.2列车速度的演变　　自有铁路以来，人们就在不断致力于提高列车的运行速度。
1825年出现在英国的第一条铁路，其列车最高运行速度只有24km/h，1829年“火箭号”蒸汽机车牵引
的列车最高运行速度就达到了47km/h，几乎提高了1倍。
19世纪40年代，英国试验速度达到120km/h，1890年法国将试验速度提高到144km/h，1903年德国制造
的电动车组试验速度达到了209.3km/h。
这时期英国西海岸铁路用蒸汽机车牵引的列车旅行速度达到了101 km/h。
1955年法国电力机车牵引的试验车组最高运行速度突破了300km/h，达到了311km/h。
1964年10月日本东海道新干线最高运行速度达到了210km/h，旅行速度也达到了160km/h。
此后列车试验速度不断刷新：1981年2月法国TGV试验速度达到380km/h。
　　⋯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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